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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攝紀錄片《只見蕃地不見蕃人》 

1.簡述主題 

我選擇拍攝的主題是「李崠山事件」，該事件發生於日治時期，片名「只見

蕃地不見蕃人」為當時的理番政策。當時原住民與日本統治者爆發多次衝突，

最廣為人知的應該就是「霧社事件」。然而發生霧社事件之前，台灣中北部地區

早已紛爭不斷，例如苗栗的南庄事件、新北市三峽與桃園復興鄉一帶的大嵙莰

事件，以及本紀錄片的主題——新竹縣尖石鄉的李崠山事件，這些衝突都與日

本來台後大量開採樟腦有關。 

日本在來台初期時，對原住民採取消極的治理，延續清末的隘制及私人開

墾，但在發生南庄事件後擴大樟腦開採，總督府開始採取積極的理番政策，對

於密生樟樹的北部山區原住民族進行威壓征討，將原本清末隘制的隘勇線與警

察機關結合，透過隘勇線前進計畫逐步朝原住民傳統生活空間逼進。李崠山為

當地制高點，具有良好的視野與戰略位置，只要佔據此點，便可以有效控制當

地泰雅族的 Karapai（今尖石鄉嘉樂、新樂、錦屏、義興及梅花五村）、

Mrqwang（今尖石鄉玉峰村）及 Mknazi（今尖石鄉秀巒村）三群。而「李崠山

事件」便是泰雅族勇士抵抗日本軍隊佔領李崠山設置隘勇線與掠奪樟木等森林

資源的戰役，前後較大規模的衝突共三次，最後皆以泰雅族人降服，日警隘勇

線成功推進告終，李崠山成為臺灣總督府在新竹地區的理蕃起點。 

在這麼多原住民抗爭日軍的事件中，我選擇發生於新竹縣尖石鄉的李崠山

事件，原因是我在學校參加的原住民文化社每年皆會在尖石的國小舉辦營隊，

暑假期間也會到泰崗、新光、司馬庫斯等部落協助農忙，而學期間我們會舉辦

文物展或是美食週推廣尖石部落的文化，因此我對於尖石這塊土地有著獨特的

情感。在瀏覽尖石重大歷史事件時，對於李崠山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加上前

陣子閱讀過日本人治台期間透過許多政策管理泰雅族人民的書籍，相關背景知

識較為充足，因而決定以該事件作為紀錄片的主題發揮。 

 

2.觀眾的興趣 

《只見蕃地不見蕃人》呈現原住民對抗日本人的過程，與電影《賽德克·巴

萊》的主題相似，當時《賽德克·巴萊》十分賣座，可以知道觀眾對於這種熱血

的英雄式劇情頗為買單，不過《只見蕃地不見蕃人》以紀錄片的方式呈現，更

能反應出客觀的事實。此外，李崠山事件的三次大規模戰役為尖石鄉泰雅族各

部落勇士採取游擊戰牽制日本軍警勢力，共同盟捍衛家園保衛鄉土的展現，除

了熱血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該事件的呈現帶領觀眾從弱勢者角度（被統治的原

住民族）出發，而非主流族群（日本統治者）的歷史描述。在台灣總督府的官

方文件《理蕃誌稿》中是用「兇蕃」來稱呼高山原住民，對這些原住民的形象



不外乎就是「殘暴的出草行動」。這部紀錄片可讓觀眾反思當年以漢人為主體的

隘勇襲擾以及日本軍警的強勢鎮壓，入侵原住民族的生存領地只為覬覦山林資

源，誰才是真的野蠻呢？我認為觀眾在觀看這部紀錄片後可以對於新竹這塊土

地歷史的重新考掘，有別於以往沉悶無聊的歷史紀錄片，透過部落耆老的口

述，從不同視野出發重新詮釋李崠山事件。 

 

3.田野調查和資料蒐集 

 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我會先深入研究李崠山事件的背景和細節。包括閱

讀相關報導、研究文獻與社群媒體討論等資源，以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歷史

脈絡，補足自己對於該事件的相關背景知識。另外，我認為資料盡可能從多個

獨立的來源取得，確保可靠度和真實性。 

 在對紀錄片主題有充分的了解後，我會制訂田野調查的計畫並實地考察。

由於在日本軍警攻略李崠山時分成三支軍隊，分別為自合流山出發，經過高其

斯溪的西北側部隊、從田勝山向西南方前進，延著現今八五山古道的北側部

隊，以及從上野山向東南前進再經現在的大混山古道的西側部隊。這些日軍經

過的古道保留許多駐在所或分遣所的遺址及隘勇線的歷史痕跡，因此我拍攝紀

錄片時會到八五山古道與大混山古道進行田野調查，蒐集視覺和聲音素材，營

造觀眾對事件現場的真實感受。另外，由當時的台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所改建

的李棟山古堡（如下左圖 1）也是一調查重點，當時基於永久防備的考量，佐久

間總督將原本的臨時木石掩堡改建成由鐵絲混泥土築成的永久性堅固堡壘，四

周牆面留有許多銃眼。這座戰場建築是日本理蕃的證據，也乘載著許多離鄉背

井的日本軍警與泰雅族勇士的記憶。 

 關於其他資料的蒐集，我會翻閱《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臺灣蕃界展

望》，尋找可用的舊照片，包括軍警的合照、砲台或其他戰略裝置，此外還有日

日新報中對於戰役傷亡戰報的描述（如下右圖 2）以及專家學者的訪談，這些照

片與紀錄可用以佐證紀錄片中描述的歷史事件，且讓紀錄片內容更加豐富。  

除了以上的調查與蒐集，我認為泰雅族部落耆老的口述資料也不可或缺，

儘管這些部落的年長者沒1有親身經歷過李崠山事件，應該也聽過他們的長輩描

 
1 李崠山古堡圖片來源 https://www.waytogo.cc/page/71510 
2 日日新報圖片來源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27937 
 

https://www.waytogo.cc/page/71510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27937


述這些重大歷史。例如曾任馬里光教會長老的黃未吉，祖父是以前的頭目，在

李崠山事件的戰爭中率領族人抵抗日軍，網路上可找到黃未吉先生在原住民族

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中描述祖父當時如何抗爭日軍的短紀錄片，看完後我認為部

落耆老們的口述訪談雖然無法確保完整還原事件，但真實的歷史原貌往往流傳

於平民生活與口耳之間，且能從不同角度切入深度探討事件，十分難得可貴。

因此我在拍攝《只見蕃地不見蕃人》紀錄片時，也會透過訪談部落耆老蒐集口

述資料，搭配舊照片、文獻和實地考察走訪的影片，盡可能的還原李崠山事件

的人事時地物。 

 

4.呈現主題手法、困境與解決之道 

 關於李崠山事件紀錄片的呈現手法，我想大致分為李崠山事件的「歷史背

景」、「原住民抗爭過程」以及「古戰場的走訪記錄」三大部分。我會先以相關

文獻和報導作為開頭，搭配照片，揭露出日治時期尖石各部落原住民的生活背

景，包括日本軍警為掠奪林木資源打壓原住民，或是為了更有效控泰雅族部落

的推進隘勇線計畫《只見蕃地不見蕃人》，除了透過這些畫面讓觀眾了解當時泰

雅族人的生存情境，也可以藉此道出紀錄片名稱《只見蕃地不見蕃人》是怎麼

來的。 

 在描述完李崠山事件的社會背景後，我會以專家學者的訪談連結在推進隘

勇線的理番政策下，日軍如何兵分三路進攻李崠山頂，以及泰雅勇士英勇抗戰

的過程。這個階段占《只見蕃地不見蕃人》紀錄片最大篇幅，除了講述抗戰詳

細的歷史脈絡外，還會穿插部落耆老的口述內容，增添多元視角的深度，另外

透過軍隊合照與戰爭建設照片作為三次大規模戰役的歷史紀錄，搭配適當的背

景音樂素材，反映出泰雅族人捍衛家鄉英勇熱血的情感氛圍。 

 紀錄片的最後，我會以走訪八五山古道與大混山古道的影像作為收尾，讓

觀眾看見事件後所遺留的歷史痕跡，像是古道中的駁坎路代表以前有駐在所或

分遺所建造於此、砲台則顯示出日軍佔領李崠山的證據。而有些路段會發現礙

子被纏繞鐵絲，則為以前的通電鐵絲網，用來防止原住民偷襲或越界，此為隘

勇線的遺跡。其他還有像是日本的破碎酒瓶等日常殘骸，能連結觀眾回到當年

的戰場。而當時修建的李棟山古堡已被政府列為縣定古蹟，周圍古道也是平易

近人的郊山步道，山下的李棟山古堡還是電影《咒》的取景地，觀眾若想來趟

李崠山事件的追尋之旅，不妨到這些地方遊玩踏溯。 

 關於拍攝《只見蕃地不見蕃人》可能遇到的困境，我分為「資料蒐集」、

「實地拍攝」兩類。其中我認為資料蒐集是最困難的，由於紀錄片的主題是歷

史事件，能蒐集到的資料已經很有限，又須確保資料的準確及可靠度，非常考

驗拍攝團隊取捨資料與內容豐富度的權衡能力，我覺得如果客觀事實的書面資

料不夠充足，會考慮多放一些專家學者的論點，平衡紀錄片豐富度。另外，由

於李崠山事件牽涉到日本軍警、泰雅族之間的互動和衝突，不同族群對事件可

 
 



能有不同的觀點和解讀，這可能導致紀錄片所採用的資料和呈現變得複雜和甚

至具爭議性，如何以公正平衡又多元的角度呈現真實，是拍攝李崠山事件紀錄

片的一大難題。而關於部落耆老口述歷史的取材，可能會引發當事人的創傷，

因此團隊須以謹慎同理的態度採訪，且盡可能的保護當事人的情感。 

 另一類實地拍攝所遇到的困境相較單純，由於我預計要到許多古道或歷史

遺跡田野調查，這些地方的地形崎嶇、道路老舊且急救設施可能不足，我想應

該只能小規模的團隊上山拍攝。上山拍攝前要確定拍攝團隊有足夠的體力，且

事前的緊急防護措施應規劃好，避免突發狀況。以上是我認為拍攝《只見蕃地

不見蕃人》可能遇到的困難，實際拍攝一定會遇到更多問題，此時就需要跟求

助其他經驗豐富的團隊或組織，詢問他們遇到的問題建議。 

 


